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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解水之意
□黄春荣

三面环江一面临海的上海崇明岛

水资源丰富，海洋潮汐、长江水文、滩

涂湿地都对岛屿生态、经济发展、人民

生活产生深刻影响，合理利用和保护

水资源成为生态岛建设的一大课题。

崇明区长江小学因地制宜开设“水趣”

校本课程，创建了“水趣馆”“水趣园”

“学农园”等多个实践基地，以课程整

合引导学生了解水资源、水环境。

水趣馆是水趣课程的实践场所，

我们利用现有资源指导学生在馆内开

展小课题研究。比如，将一空一满两

个矿泉水瓶口对口封好，轻轻摇动瓶

身，“水龙卷风”即刻生成；水一流水车

就转动，带动两个棒槌不断碾打稻谷；

盛满水的杯子里竟然可逐一放入 20

多根钉子而水不溢出……新奇有趣的

小实验帮助学生习得新知，也引发了

学生对压力、浮力、净化等更多“水现

象”的思考。

水趣馆里珍藏着一只“怪蟹”标

本，这个标本大有来头。一次课上，教

师展示身上长了奇形怪状东西的崇明

蟹，学生无不惊讶。科技考察小组学生

开始研究“怪蟹”，到菜市场采访摊贩，

在蟹塘实地考察，还前往水产养殖基地

请教专家，就是为了确认“怪蟹”身上寄

生的是何物，以及“怪蟹”为何只在北湖

存在等问题。最终，他们了解到是水质

原因后，还尝试饲养“怪蟹”，坚持写观

察日记，并在专家指导下制作了“怪蟹”

标本。

荣膺“上海市普教系统十大校园

文化新景观”的“水趣园”是根据学生

需求、为学生发展而设计建造的，学生

在这里戏水玩耍、画景抒情，雨水收

集、水质检测等10个探秘点也增强了

探究学习的乐趣。

五（2）班学生在清洁“水趣园”时，

意外捕到几条 3-4 厘米的小鱼，并把

小鱼饲养在玻璃缸内，学生轮流对小

鱼进行观察。一天，有学生发现其中

一条鱼生了小鱼。难道鱼类繁殖也是

胎生？好奇心驱使学生对这条小鱼进

行了研究。经询问老师和查阅资料，

学生发现此鱼学名食蚊鱼，以蚊子的

幼虫为食，生殖方式为卵胎生。但一

年内繁殖几次、一次繁殖多少数量、繁

殖需要什么样的环境，资料并未详细

描述。为此，学生们确立了“食蚊鱼繁

殖探索”的课题，经过一年的探索，不

仅解决了上述问题，而且明确了食蚊

鱼在生态中的价值，还向崇明区有关

部 门 提 出 了 放 养 食 蚊 鱼 的 建 设 性

意见。

学农园是一个让学生学习“用水”

的地方，仅从与“水”的关系来说，学生

通过种植培管明白了万物生长离不开

水，而旱和涝都是灾难性的；秧苗栽种

后水浇多浇少、浇早浇晚也有学问有

讲究。

纸上得来终觉浅，唯有实践出真

知。学生了解水知识，不仅需要课堂

学习，还需要实际体验，比如开展保护

水资源的活动，既可以检验已知，也可

以将科学用水、少用化肥、慎用农药等

生态文明意识和现代农业经营理念讲

给家长和邻居。

在学校，社团活动是学生深入学

习水趣课程的有效途径。学校“水

趣”社团做得风生水起，社团成员表

演的舞蹈“水之灵”在学校内外小有

名气。表演时，学生穿上印染服装，

戴起小斗笠，伴着优美的水乡小调翩

翩起舞……

培养知水爱水、节水护水的小公

民，不能停留在课堂、局限于实验室

和校园。学校先后组织学生走访区

水务所、海塘所、渔政站，考察西湖、

北湖、明珠湖，观察宅沟、泯沟、小河，

水厂、东滩西沙、南北运河、长江堤岸

都留下了师生足迹；节假日，师生走

出校门宣传节水知识，为社区群众表

演精彩节目。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丰富多彩的

水趣课程和一系列实践活动，使学生

在多彩水世界发展个性、开启智慧。

实践中的收获刻骨铭心，奔腾向前永

不懈怠的水品格，将会使他们终身

受益。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崇明区长江小学）

课程故事

26 年 前 ，我 在 浙 江 一 个 小 县

城 担 任 县 教 研 室 主 任 ，经 历 了 初

中理化生学科整合成科学学科的

改革；2000 年，我担任浙江省教研

室副主任以及浙江课程改革领导

小组办公室下设的学校管理组组

长 ，做 了 一 些 自 上 而 下 推 进 课 程

改 革 的 工 作 。 后 来 ，回 到 学 校 管

理 一 线 ，长 期 从 事 落 实 课 程 改 革

要 求 的 工 作 ，进 行 了 一 些 课 程 创

新的实践探究。

回想几十年的努力，我知道有许

多工作其实只是“为改革而改革”，并

没有把核心放在学生身上。比课程

改革同样重要或更加迫切的是，如何

改变课堂，如何推进更有效的学习，

如何在学生自由而不是简单控制的

背景下，让学生自己学会学习，使每

一个学生都拥有基于自我认知的、理

性的自主学习。

美 国 教 育 专 家 卡 尔·罗 杰 斯

在《自由学习》一书中写道：若一

味 诟 病 我 们 的 教 育 ，那 我 们 就 错

失了发现成功并从中获取经验的

机 会 。 类 似 的 话 ，我 与 清 华 大 学

教 授 石 中 英 的 交 谈 中 ，他 也 经 常

说 到 。 批 判 教 育 、晒 出 诟 病 教 育

的 事 例 或 者 指 责 专 家 学 者 、教 育

行政官员 、校长 、教师的行为，谁

都 会 做 ，虽 然 批 评 的 确 能 够 引 起

大 家 的 注 意 ，但 这 不 一 定 能 推 动

问 题 的 解 决 。 最 紧 迫 的 是 ：如 何

群 策 群 力 解 决 问 题 ，把 目 光 放 在

学 生 身 上 ，放 在 课 堂 教 学 和 学 习

上，充分发挥课程改革“为了学生

更自由的学习”的驱动力，进一步

关 注 课 堂 现 场 并 让 学 习 真 实 发

生 ，而 不 只 是 等 待 更 完 美 的 课 程

方案和更好的政策。

随便推开一间教室的门，坐在

后面观察课堂教学，总能发现“课堂

里有太多的观光者”，20%的学生占

据了课堂上将近 80%的互动，那些

被冷落的学生变成了课堂的观光

者，从不参与，从不兴奋，从未被看

见……仅仅是坐在教室而已。20多

年前，我初当县中校长时如此，20年

后的现在依然如此；不仅我管理的

学校如此，其他学校也如此。尽管

课程理念听起来越来越让人振奋，

教材从黑白变成了彩色，教学设备

也越来越智能，然而许多学生“只是

课堂的观光者”这一现实没有根本

消除。

好的课程、时尚的教材并没有

将“学生是信息接受者的课堂”改

变 成“ 学 生 是 思 想 创 造 者 的 课

堂”。卡尔·罗杰斯在上世纪 90 年

代对学生的调查表明，学生需要自

主选择的权利，能够对自己学什么

有发言权；希望教师能够帮助他们

成功而不是失败；需要人文关怀，

学生喜欢的学校无一不是对他们

关怀有加的；希望拥有承担责任的

机会，“如果学生能够感觉到在这

世界上有他们的位置，那么他们就

会 学 习 更 多 助 其 立 足 于 世 的 知

识”；希望教师能够成为帮助者，对

不同基础的学生进行个性化指导

……我与自己的学生聊天，发现他

们也有类似的需求。

课程变革做得最多，教材变得

最精致，校本课程创新方式做得最

精彩……如果课堂教学没有改变，

学校和教师对学生的需求和学习

现实不加关注，最后只不过是“课

程层面的自说自话”而已；如果课

堂教学在热爱学习、清晰思考、深

刻感受、明智行为、与人合作、解决

问题以及尊重其他文化、具备基本

技能等方面做得更扎实，教师才能

真正成为学生学习和成长的促进

者。教师通过发动主动学习和积

极 参 与 吸 引 学 生 ，在 这 样 的 情 形

下 ，即 使 课 程 和 教 材 不 是 那 么 完

美 ，同 样 能 够 成 就 学 校 教 育 的

精彩。

因 此 ，使 学 校 教 育 向 好 的 方

面 改 变 ，更 需 要 来 自 学 校 内 部 自

身 的 力 量 ，与 其 诟 病 教 育 行 政 部

门、批评课程变革，不如把心思放

在如何让所有教师都积极行动起

来，共同努力，寻找“真实教育”的

生长点。只有发挥教师参与变革

的主动性，学校变革、课程改革等

基于教育理想的行动才会使所有

学生受惠。

（作者系研究员、特级教师，北

京市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校长）

晒晒学习成果

陶·世界
立足优秀传统文化，放

眼国际，将中西方文化的优

秀基因植入陶艺课堂。浙

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崇文实

验学校的“崇文陶邦”课程

培养学生对世界多样文化

的理解，“尖耸魅力”“招福

狮”“生肖陶印”……学生通

过陶艺了解世界文化、理解

世界文明。

江彩邦/图文

寻找“真实教育”的生长点

一次采访远不能抵达一所学校

经验的核心部分。为了更好地抵达，

更深刻地读懂，我们开启了回访系

列，对过去几年报道的课改典型作长

期关注。湖南株洲景弘中学我们已

经跟踪关注了 5年。2013 年 5月，中

国教师报以《青春景弘》为题，用7个

版报道了景弘中学的课改经验。

景弘中学的课堂改革开启于10年

前。2008年10月，董事长刘勇亲自带

队赴山东茌平杜郎口中学学习，两个月

后的12月16日，景弘中学教师邓春林

率先在自己的 0813班开始实验。当

时，学校成立核心课改小组，组员们把

教室当成教学研究室，将“杜郎口经验”

作为样本，一点一点地“临帖”。

这一点需要特别说明，在景弘人

看来，“临帖”才是最有效的学习方

式。可能大多数人会对此持质疑态

度，每所学校的校情不同、学情不同，

怎么能照搬、移植别人的经验？但景

弘中学反其道而行，在“临帖”中理

解、在理解中修正。“死去才能活来”，

认真“临帖”才可能赢得重生。如果

一开始就带着批判的眼光学习，恰恰

可能把别人成功的经验异化或窄化

理解，只有在不走样的“临帖”中才可

能真正读懂“杜郎口经验”的核心。

于是，先僵化、再优化、后固化成为景

弘中学课堂改革的推进路径。

景弘中学的课堂改革，正是在这样

的实验推广中逐步落地的。2013年中

国教师报记者走进景弘中学采访时，他

们已经在“临帖”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

列校本化的改进和创新。他们是以“微

创新”的方式进行校本化改造的。他们

的创新首先体现在小组建设上，首创

“ABC学习共同体”，并且推出了“集智

备课”“拼教”“拼学”“微课程”“自驾课”

等多种教学教研手段，把课堂还给学

生，把学生真正作为一种重要的学习资

源、教学资源进行开发、利用。

今天看来，过去的10年，景弘中

学逐步完成了三个重建。

一是重建了教室环境。排排坐

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

是小组围坐的方式，与此同时将大量

图书搬进教室，教室成了最好的图书

室。此外还开展了植物认养活动，每

一间教室都有植物角，教室变得更有

生机。教室这一距离学生最近的学

习环境已成为互动的、协同的、生态

的支持性环境。

二是重建教与学的方式。在景弘

中学，学生有“大块”的时间可以自学，

学生有充分暴露错误的机会，也有质

疑同学观点的机会。这是景弘人基于

对学生的充分信任作出的决定。学习

不再过度依赖教师的教，而是最大限

度地依靠学生的自主学、合作学。尤

其是伙伴学习正在改变着景弘中学的

课堂生态。同学关系是成为互学共学

伙伴的基础，只有这种互学关系建立

了，学生在课堂上才会有存在感、获得

感，才会相互悦纳，才会在不懂时勇敢

地说出“我不懂”。景弘中学的教师和

学生都是“同学”，在这样的课堂环境

里，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小组之间实

现了多向度、立体化的交流。

三是重建了教学内容。当学生的

学习高度自主时，既有教学内容已经不

能满足学生学习的需要，于是单元整

合、跨学科整合成为常态。为了支持学

生的深度学习，他们又引入了更多支持

学生深度学习的课程资源，如思维导

图、鱼骨图、六顶思考帽等思维训练工

具，以及高效读写等课题研究成果。

回望景弘中学的 10 年课改路，

同样有三点值得关注。

其一，10年坚持做一件事的课改

精神。10年来，景弘人“咬定青山不放

松”，锁定课堂教学改革这一件事，进而

从课堂出发拉动学校教育的整体改

革。想坚持10年做一件事情，在今天

的学校内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

其是在公办学校，校长被频繁调动的用

人机制，让持续地做一项改革变得非常

脆弱。通常继任者都会在自己的任期

内另起炉灶，搞一项全新的改革，过去

的改革要么被否定，要么被悬置。所

以，景弘中学作为一所民办学校，其用

人机制很好地护航了10年课改。

其二，确立了“办一所学生自己的

学校”的办学愿景。这是景弘中学的

校本化表达。他们以“办一所学生自

己的学校”来对标学校发展，检索和纠

偏管理细节和教育细节。一所学生自

己的学校，首先体现在学生享受的自

由上。且不说学生通过表达平台“师

说”，可以与教师自由对话；且不说学

生最大限度地参与教室文化和校园文

化的建设；重要的是，课上的“放羊式

学习”不是盲目放手，而是给学生具体

的学习任务，辅以有针对性的“学习地

图”，这张“学习地图”就是导学案。景

弘中学的导学案有两大特点，一是将

知识转化成有挑战性的问题，转化成

学生感兴趣的问题，二是给出具体的

学法提示，学生遇到困难时，有学法指

导为其导航。

校长李飞国常说，让学生如“野

马”驰骋于景弘课堂的“大草原”。在

他看来，学习是学生自己的事，教师

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学习任务给学生，

把时间、空间给学生，让学生自主学

习，就像草原牧马，让马寻找水草丰

美之地，马自然会膘肥体壮。

其三，景弘中学的课改经验是不断

生长的经验。在熟练操作杜郎口课堂

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他们因校制宜、因

生而变，以“微创新”的方式不断推进课

堂教学技术和文化的迭代升级。景弘

人是迷恋教学创新的，他们从不把过去

创造的经验作为课改的“天花板”，但所

有改革又都以学生是否在其中得到了

真正发展为旨归。“微创新”不只在于

“微”，更在于做适合自己的改变，推进

一种校本化创新，所有“微创新”都向着

支持学生学习的方向，向着师生需要的

方向，“向学而生”，用学生立场丈量课

改的进程、课改的宽度和深度。在这样

的环境下，源于教师自觉自发的课堂

“微创新”在学校蔚然成风。

他们的“微创新”并没有停留在

内部挖潜上，还适时引入专家研究成

果。助力景弘中学课堂改革向更深

处漫溯的是，2013 年 6 月引入的“高

效读写”课题研究成果。通过这一成

果的引入，学生的“海量阅读”“深度

阅读”被提到了应有的高度。

景弘中学提出打造“500万景弘”

规划，就是在不增加课时并保证理解

率不低于80%的前提下，每一个学生

一年的读写总量达到500万字以上，

超过国家课程标准10倍。学校通过

“阅读策略”培训，充分激发学生的阅

读兴趣，扩大学生的阅读总量，从而

达到整体提升学生素养的目的。通

过“作文策略”培训，帮助学生重点解

决了“不爱写”“没东西写”“不会写”

等问题，改观学生作文在基本观念、

价值取向、人生诉求、写作态度、学习

策略、批阅方式、评价标准等诸方面

的现状，切实提高了写作能力。

每节语文课有 10分钟时间用来

进行阅读方法训练，每天有 30 分钟

的自主阅读时间，每周一课时高效读

写模块专题训练，每月一次读书汇报

会、图书漂流活动，还建立了“读写银

行”，激励学生“读好书，写美文，做善

事”，全程记录学生在“阅读”“创作”

“实践”三个方面的精神成长。

当教育迎来“阅读为王”时代，景

弘中学先行一步，早已实现了课改升

级。如今，景弘中学每学期都吸引了

省内外学校前来探访学习。而真正

要学习一个经验，就要像深读一本书

一样，阅读、反刍、实践、再阅读。景

弘中学这本书，我们会一直阅读下

去，期待着景弘课改的精彩续篇。

“微创新”的景弘场景
□本报记者 褚清源

读校系列①

开栏语：再小的学校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都有耐人寻味的教育细节。“读校”读出不同视角，让发现

力促进表达力。在这里，让我们与记者一起阅读“明校”。


